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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98_E9_81_B4_E9_c122_484366.htm 肖扬院长提出，要理

顺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关系，提倡律师职业向法官职业的流

动，不提倡法官向律师的流动，不提倡法官转行当律师 根据

《法官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

法考试。依据全国人大的答复，律师资格考试不能代替国家

统一司法考试。这是大范围实行律师向法官职业流动的最大

阻碍 当前，法院存在人员流失问题，其中法官转行作律师的

现象普遍。为什么一些法官作了律师？应该讲原因是多方面

的，这里面有个人的原因、法官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深

刻的社会原因。从法院的角度讲，法官的经济待遇、职业保

障、工作压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了部分法官的流失，

其中一些流失的法官选择了从事律师职业。这一现象对司法

公正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会对其他律师形成不公平的竞争

，误导当事人聘请代理人、辩护人的选择，不符合司法的运

行规律，影响社会对司法职业的评价。因此，肖扬院长提出

，要理顺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关系，提倡律师职业向法官职

业的流动，不提倡法官向律师的流动，不提倡法官转行当律

师，或者在背后做中介。笔者也主张律师与法官职业流动应

当是单向性的，即从律师中选拔法官应成为法官遴选的渠道

之一。当然法官与律师职业流动涉及社会、人文、经济、地

理位置等各个方面，从律师中选拔法官存在观念、个人经济

利益、发展前途、制度等阻碍因素。 法官职业对律师有吸引

力吗 我们提倡具有多年经验的律师来当法官，主要是考虑到



，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一为职业道

德，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经验丰富的律师具有相

对的优势，更易于符合上述条件。因为一方面，法官职业与

律师职业，同属于法律职业。法官与律师同受法律教育，同

操法律语言，同循法律思维，同在法庭活动。他们都受过良

好的法律专业训练，具有娴熟的运用法律的能力和技巧。让

经验丰富的律师作法官，可以大大缩短初任法官的培训周期

，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经验丰富的律师

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因此，作为一个法官，仅仅具备法律的知识，而欠缺历史的

、文化的、社会的等等经验和知识，没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没有对人生的深刻体验，想当好一名称职的法官是困难的。

执业多年的律师在社会知识、经验的积累上的优势，是法律

院校毕业生所无法比拟的。 但是律师对法官职业的热情如何

，却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在我国法官制度和律师制

度均不健全的情况下，经验丰富律师的收入远比法官的收入

高，因此，一些优秀的律师可能不愿意到法院来工作。但是

就笔者个人的感受，法官虽然收入低些，但却肩负着人民赋

予的神圣司法职权，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其职责之重，重

于泰山。所以法官的职业，值得有理想的法律人，包括现任

律师，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 人事制度制约律师当法官 现行

的法院人事管理制度不利于选拔优秀律师补充法官队伍。具

体来说，律师到法院工作存在以下法律、制度上的问题： 其

一，公务员考试的限制。根据目前我国人事管理制度，法院

招录人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据司法部国

家司法考试主管部门统计，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法院系统以



外的合格人员共有21200余人，由于经济待遇、任职时间等因

素，这部分人员中大多数人都愿意去当律师。当然，也有不

少人在报考时填写的意愿是“到法院工作”，但是由于其他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自由职业者和暂无职业人员目前的身

份不是国家公务员，他们甚至连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权利都没

有，所以无法进入法院工作。鉴于绝大多数律师不具有公务

员资格的事实，必须解决选任法官人员的公务员身份问题。 

其二，关于选任人员是否需要通过司法考试的问题。根据《

法官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

考试。依据全国人大的答复，律师资格考试不能代替国家统

一司法考试。因此，没有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律师，依

照法律规定不能被任命为法官。由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从2002年开始，通过考试并从事律师工作的人员一般达不到

法院的选任条件，会导致出现选任人选不足的问题。这是大

范围实行律师向法官职业流动的最大难点。 其三，关于选任

职位确定的问题。目前，有的省份都开展了从社会上选任法

官的举措，其中不乏律师担任人民法院院级领导的事例。但

是由于法院院长、副院长的职数有限，这种做法不具有普遍

性。那么应如何确定选任职位，以既保证对律师的吸引力，

又符合法律关于法官任职条件的规定呢？笔者认为，应当把

选任职位界定为法官(审判员)，而不是高级法官，主要是考

虑到除最高人民法院外，地方法院初任法官的职级达不到高

级法官的条件。如果明确选任高级法官，可能限制了地方法

院选任工作的开展。因此，我们建议招考岗位可确定为法官

。这样，对于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选任的符合高级法官条件

的，则可评定为高级法官；对于地方法院选任的符合法官条



件的，则可评定为法官相应的法官等级。 如何保障律师向法

官流动 笔者认为，律师向法官职业的单向流动，是涉及到法

官遴选制度的重要问题。从长远的设想来看，应当建立上级

法院的法官主要从下级法院法官中选任，法官一般从律师中

选任的理想制度。但在目前的形势下，由于历史传统、经济

、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把整个律师行业作为法官后备军

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务实的提高法官素质的做法是

：在严格坚持法官法规定的法官选任条件的基础上，摒弃部

门保护主义，扩大法官的选任范围，向社会吸纳优秀法律人

才，重点把优秀律师作为补充法官职业的人选，并逐步提高

选任的比例。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其

一，要切实落实法院的宪法地位，提高法官的社会地位，加

强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建设。这是提高法官职业吸引力的前

提。对此，笔者建议：首先在实体上对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

作出规定：1、法官未经免职，不得被起诉或控告。根据我国

宪法规定，法官的任命是由同级人大进行的，这是我国的政

治体制决定的。那么，如果未经人大对法官免职就对其起诉

或控告，就是对人民代表大会神圣权力和法律的尊严的侵犯

。2、法官个人应免于因其在履行司法职责时的不当言行或不

作为而受到要求赔偿金钱损失的民事诉讼。对法官的这一豁

免是为了使法官专心致志于案件，而摒除其他不必要的顾虑

，努力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3、法官享有职业保密的权力。

这是法官的职业道德准则的要求，法官审理案件，必然会涉

及个人和集团的机密，法官有保守这些秘密的义务，并不得

强迫他们就此类事项作证。其次，仅有实体上的规定是不够

的，在程序上也应有相应的规范来保证实体的最终实现。1、



对法官免职须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方可免职。2、法官

职业化要求对法官的惩戒不能等同于其他职业的人员，对法

官的免职应当经过法官惩戒机构的调查审理，允许法官进行

辩护，然后才能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审议

、通过。 其二，要为法官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增加

法官职业的吸引力。一方面要建立法官工资制度。这要考虑

两个因素：一是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

一道屏障，法官担负的责任重大，审判任务繁重，所从事工

作属复杂脑力劳动，其收入应当高于国家公务员。二是尽快

消除法官的区域收入差距。受地方经济收入影响，目前在我

国，东部法官要比西部法官收入高；即使在同一地区，高院

、中院和基层法院的法官收入也不一样。这对于同样从事审

判工作，同样要承担风险和压力的法官来说，是不公平的。

因此，笔者建议，建立适应法官职业特点的法官工资制度，

同一等级的法官收入应当相同，缩小或完全消除东西部法官

的收入差距，这是稳定中、西部法院队伍的重要措施。 另一

方面要建立艰苦地区法官特殊津贴。在法官工资制度尚未解

决之前，为了稳定不发达地区法院队伍，可通过发放特殊津

贴来增加法官的收入以稳定法官队伍。艰苦地区法官特殊津

贴应由中央财政或省级财政划拨专款解决，确保特殊津贴按

时足额发放。 其三，改革人民法院的用人制度，尝试对开展

从律师中选任法官工作给予政策倾斜。法院工作能不能发展

，关键在于有没有大量的高素质的人才。解决法官来源问题

不能仅靠法院内部的人才资源，必须要扩大视野，充分吸收

、利用社会上的优秀法律人才，律师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此，笔者建议：要加大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工作力度



，就必须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倾斜，即有关立法、行政部门

应明确统一司法考试与公务员考试的关系；律师考试与统一

司法考试的关系。从这一角度讲，只有通过制度层面的改革

，才能真正实现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关系的不断合理化。 (作

者系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处副处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